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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胞猫附强度
,

并与细胞培养级的塑料片进行了比较
。

实驻胜占果表明
,

多聚赖氨酸衣被有效的促进了细胞

在聚合物表面的猫附生长
,

从而实现在 多孔三维支架上构建工程组织
。

温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

刘建刚 ” 钱民全 彭荣获 赵笃凤 钱大兴
”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

二十年前
,

我们提出在测量体外血栓形成时
,

统一采用 恒温 ’】以便于比较
。

当时的考虑是因为

人的体温是
,

而血栓在体内也是在体温情况下形成的
。

为了深入研究体外血栓形成各种因素的影响
,

我们研究了温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
。

在 时
,

测量体外血栓形成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
,

已为临床诊治
、

药物筛选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
。

国外许多的文献表明
,

是在室温下测量人工血栓形成的
。

我们原来在基金申请时认为
,

如果形成血栓的有

形成分不受温度的影响的话
,

那么
,

和室温的其它相同条件下形成的血栓的重量也是相同的
。

经我

们在 和室温下人工形成血栓
,

发现它们是有一定的区别的
。

如果为比较
,

大家采用室温形成血栓
,

也是有可比性
。

和我们类似
,

文献也做过存贮温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
,

不过他们是以特征血栓形成时间作为指标的
,

他们发现对于相 存贮时间
,

温度为
、 、 ,

随着温度的提高
,

特征血栓形成时间逐渐增加
。

我们认为
,

血液形成血栓
,

血液必须处在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
,

这时在一定的流动条件下就可能形成

血栓
。

健康人的血液在体内不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
,

所以不会形成体内血栓
。

对于有血栓的病人
,

他

一定曾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
。

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时
,

在一定的流动条件下
,

就可形成不可逆的

血栓
。

即使是血栓病人也不是永远处于激发状态的
,

否则这个人一直形成血栓
,

也就活不成了
。

而在体外
,

在 和室温条件下
,

不管任何健康人和血栓病人
,

都要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
,

所以任何人的血液

在 圆环中转动以后
,

都要形成血栓
,

只不过血栓形成的时间
、

重量
、

长度不同而已
。

人们就用

这些参数的不同
,

来判断健康人和血栓病人患病的状况
。

在 以下的情沉下 实验时实际温度为
一

一
,

我们利用 圆环来形成血栓没有成功
。

对于我们的这一发现
,

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
。

人们可以用迅速冷冻的方法贮存血液
,

使用时迅速解冻
,

这

样血液是不会形成血栓的
。

迅速低温冷冻动物 如鱼类等
,

以后又迅速解冻
,

动物可以恢复活性的实验

已经成功
。

联系我们上述的实验
,

就可以理解这种实验了
。

也许不久的将来可以对人本身加以冷冻
,

而解

冻后使人重新恢复活力
。

如果保证实验时几何相似
、

动力学相似 温度对血液粘度的改变
,

调整 圆环转动速度
,

使

雷诺数相同等
。

我们曾提出用室温代替 恒温来形成人工血栓
,

以方便检查并益于推广
。

然而实验后发现血栓形成受多种流动条件的影响
,

更与血液的生化条件有关
。

为此
,

我们仍然建议

各单位采用统一的实验温度为好
,

原则上室温也可以采用
,

但室温国外常采用
,

而我国则常采用

或 ℃
,

反而又不统一
,

所以大家采用 作为统一的实验温度是可取的
。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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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液在毛细管内与大动脉内的流动速度可以相差 一 个量级
,

它们相应的雷诺数在
一

, 到 一 之间
。

因此研究血液流动速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无疑是很有意义的
。

因为人们希望体外血栓形成与在体内形成血

栓的流动条件有相似性
,

将体外流动速度调整到在体流动的速度
,

从而使其有可比性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
。

有人将特征血栓形成时司 。 。 ,

或血栓形成时旬

和流动凝结时间 作为人工血栓形成的检测指标
。

对于

一采血时间以后
,

有人在直径
、

管内径 的圆环上
,

做了
, ,

转 分的人工血栓形成实

验
,

发现它们都能形成血栓随着旋转速度的提高
,

特征血栓形成时间增加
,

但不与特征时间成正比
。


